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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 ］ 本文对 2 0 0 7
—

2 0 1 3 年 受 到 国 家 杰 出 青年 科 学基金 资助 的 项 目 在 2 0 0 8— 2 0 1 3 年 间 ＩＳＩ

发表论文 的 情 况进行 了 分析 。 结果发 现 ： 杰青 基金项 目 的论 文产 出 超过或 者 正在 赶超 国 际 相 应 学

科 的 基线论文 影 响 力 ，基本代表 了 我 国 较 高 的 基 础 科 学研 究 水平 。 我 国 杰 青 基金 项 目 团 队发 表 的

论文 数 与 被 一定 数量 项 目 资助 的 论文数 占该 学 部杰 青基 金项 目 所 有发表 论文 数 的 比 例 之 间存 在 对

数 正 态分 布关 系 ； 当 论文 受 到
一定规模 的 项 目 资助 时 ， 论文 的 影 响 力 相 对较 高 ，但论文 受 项 目 资助

数量 的增 加 ， 并 不 一 定 导致论 文 的 被 引 数 增 加 ； 高 水 平 的 国 际合作 对论 文 影 响 力 的 提 高有 正 面 影

响 。 在 此 基础 上提 出 了 对科研 管理决策 的 建议 。

［关键词 ］
ＮＳＦＣ 杰出 青年基金项 目 ； 基金资助与产出论文分析 ；科学计量

1 9 9 4 年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依据
“

尊重科量越大 、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更大？ 这是政府 、基金管

学 、发扬 民主 、提倡竞争 、鼓励合作 、 促进创新
”

的科理部 门 、科研管理部 门和公众共同关注的 问题 。 本

学基金指导思想 ，设立 了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（ 以文拟针对这些问题 ， 以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资

下简称
“

杰青基金
”

）
ｗ

。 杰青基金设立的 目 的 ，是中助的杰青基金项 目 为例进行分析 。

国为促进青年科学 和技术人才 的成长 ，鼓励海外 学＿

者 回国工作 ，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人世界科技前沿

的优秀学术带头人而特别设立的项 目 。 该类型项 目关于科研项 目 经费资助与论文产 出 之间 的关

的设立 ，使得有发展潜力 的青 年学术带头人能够在系 ， 国 内 已 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在针对期刊发表

较长的一段时间 内获得较强经费支持 ，集中精力 ，潜的科研论文 ，分析我 国论文多重资助的 现象 。 比如

心从事较稳定的 研究 工作 ， 产出具有 国际影响 力的许静 、党亚茹
［ 3

］ 对 6 种科学学期刊 1 0 年发表论文标

研究成果 。注的基金资助数据 ， 对基金 资助 中
一

类 多重资助

2 0 多年来 ，
杰青基金遴 选和培育 了 3 0 0 4 名 青（联合资助 、共同资助 、多次资助和重复资助 ） 问题建

年领军人才 ， 包括数理科学部 4 6 5 人 、 化学科学部立了基金多重资助关联网络 ， 讨论 了基金资助的强

4 2 0 人、生命科学部 5 2 2 人 、 地球科学部 3 1 1 人 、 工度和关联系数 ， 并采用 ＳＮＡ 和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，

程与材料科学部 5 2 1 人 、信息科学部 3 4 1 人 、 管理科分析 了多重基金资助的凝聚子群分布和基金 多重资

学部 9 1 人 、 医学科学部 3 3 3 人 ，该项 目 的实施促进助关联网络 的 结构分布 。 古继宝等
⑷ 通过对 2 0 0 6

了 中 国科学 国际影响力 的显著提升
ｒａ

。 获得资助 的年生物学科 ＳＣＩ 排名 前 5 位的 中国生物学杂志 的文

杰青团体是我 国科学研究的精英群体 ，他们在获得章情况进行统计 ， 发现我 国科技论文基金项 目 重复

资助后的论文产出数量和影响力如何 ？ 获得资助后资助的情况严重 。 文章分析了我 国论文重复资助的

的论文产出数量和影响力与受资助项 目之间 的关系特点 ，重复资助的形成机制 ，并为相关基金项 目 管理

如何 ？ 是不是受资助的项 目数越多 ，论文产 出 的数机制 的发展和完善提出 了对策建议 。 文献 ［
5
］选取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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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期马建霞等 ： 2 0 0 7 2 0
1

3 年 ＮＳＦＣ 国 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的 论文产出 与影响力分析1 0 9

2 0 0 7 年生物类 、力学 、物理 、 数学 、 化学 、 天 文学和 地金项 目 论文产 出 的基本规律 ，从而对我 国科研项 目

理学科这 7 类基础学科在 《 中 国科技 期刊 引 证报告 》经费 资助 的模式 、科研项 目 管理 、论文发表的科研规

科技论文统计源期 刊 ＳＣ Ｉ 影 响 因子排名 位列前两位范提 出 建议 。

的 1 4 种科技期 刊作为研究 的对象 ，从基金论文的数

量 、资助数量 、资 助机构 、论文质量等方面分析基金

论文重 复资助的现状 。 文献从科研规范 角度Ｍ 统计本文从 ＮＳＦＣ 网站 获得 了 2 0 0 7
—

2 0 1 3 年受 到

分析 了 几十种科技期刊近年来基金论文标注基金数杰青基金资助 的项 目 数据 ， 并在此基础 上 利用 Ｗｅ ｂ

目 的分布情况 ， 分析 了论文 多项基金项 目 标注现象ｏ ｆＳｃｉ ｃｎ ｃｃ 査到 了所有这些项 0 在 2 0 0 8
—

2 0 1 3 年间

的产生原 因及其危害 ， 提 出科技期 刊的应对策 略 。发表的文章情况 （数据检索时间 2 0 1 4 年 4 月 2 9 曰 ）

科学基金项 目 产 出 效率评价近年来 已 经成为科（数据选取的原 因 ：
Ｗ 0 Ｓ 从 2 0 0 8 年起开始支持基金

技管理和文献计量领域的研究热点 。 当前对于科学项 目 资助信息 的标 弓 丨

， 而 Ｎ ＳＦＣ 2 0 0 7 年 资助 的 项 目

基金项 目 及其产 出 的计量分析 ，有科学基金项 目 在一般从 2 0 0 8 年启动 ，并开始有文章发表 。 由 于研究

国 家 和 地 区
［ 7
＿

9 ］

、 基 金 资 助 效 果
［

1 ° ’ 1 1 ］

、 学 科 领工作论文发表 的滞后性 ，论文 发表数量在项 目 结题

域
［

1 2 1 7
］

、期 刊论文发表 ［
1 8

］ 等 资 助 特点 及其产 出 效前是不全面 的 ）
。 利用 ＴＤＡ 和 ＥＸＣＥＬ

、Ｏｎｇ ｉ ｎ 等工

果的分析 ［
1 9

＇

2 °
］ 等 。 此外 ， 已 有多项研究从论文产 出具分析 了 我 国杰青基金项 目 知识产 出 的基本规律 ，

量 、引用量等角 度开展 了科学基金投人产 出 的 基金按照不 同 学部分析 了基金资 助项 目 数 与论文 产 出

绩效评价分析 ， 比如文献 ［
2 1

］对 1 0 个 国家的论文进数 、基金资助项 目数与产 出 论文 的引 文数 、最大引 文

行了 收集 ，发现 中 国发表 的论文 中 ， 超过 7 0 ％ 的论数之 间 的关系 。

文得到 了基金 的 资助 ， 并且 超过 8 9■论文资助来
3 杰青 基金 项 目 基 金资 助 数与 论 文产 出 及

自 于 Ｎ ＳＦＣ
； 周萍等

［
2 2

］ 开展 了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的

中文论文产 出 绩效研究 ； 史 晓敏等？Ｍ
Ｎ ＳＦＣ

ｆｉ点、

Ｗ＿ 力 的关 系分＠

项 目 和杰青基金项 目产 出绩效进行了对 比分析 。 文 3 ． 1 杰 青基金项 目 资助 的项 目 论 文产 出 的总体情况

献 ［
2 4
—

2 6
］提 出 了基金知识产 出 分析 的 指标 ，但都 2 0 0 7

—

2 0 1 3 年受到 杰青基金资助 的 1 3 3 3 个项

是数量 、引文数等外部特征指标 ；基于科学基金知识目
［

3 1
］

， 在 2 0 0 8
—

2 0 1 3 年间 共发表 ＳＣ Ｉ 论文 2 0  0 1 2

产 出 的 学科 热点 分析 已 经起步 ，

Ｂ ｅ ｌ ｔｅ ｒ
［

2 7

4 ｌ

ｊ 用共词篇 ，合计引 用次数 1 5 6  1 7 1 次 ，项均发文 1 5 篇 ， 篇均

和书 目 耦合分析的 方法来可视化并识别 Ｎ 0 ＡＡ 基被 引 次数 8 次 。
2 0 0 8

—

2 0 1 3 年 间 各学部项均 发文

金资助论文的研究领域 ， 以 识别基金 资 助 的 论文 的篇数和项均 引 文次数情况见 图 1 。 从图示 中 可 知 ，

研究主题 、机构和 引 用影 响力 。项均发文篇数 、项均被 引 量 、篇均被引 最高 的均为化

当前 ，从基金项 目 的论文产 出 绩效人手 ，分析基学科学部 。

金资助项 目 的论文 产 出 数量 、 影 响力 和基金资助项篇均被引 次数方面 ， 我们选择 了Ｎ ＳＦＣ 学部在

数的关系 的研究 尚 未见报道 。 本文将研究 ＮＳＦＣ 杰ＥＳ Ｉ 中对应 的主要学科 2 0 0 8
—

2 0 1 3 年 的平均 篇均

青基金项 目 的论文产 出 和 影 响力 情况 ， 分析资助情被引 次数基线值
［

2 8
］

与 杰青基金项 目 的篇均被 引 次

况与论文产 出 及其影 响力 的关 系 ，把握我 国 杰青基数对比 。

篇均被引次数项均被引 量项均发文量

3 0 0

「
2

Ｊｊ

2－

． 2 5

＃＃＃＃＃＃＃＃

图 1 2 0 0 7
—

2 0 1 3 年 资 助 的各学部项 目 在 2 0 0 8
—

2 0 1 3 年 间项均 发 文 篇数 和 被 引 次数



1 1 0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1 5 年

表 1 杰青基金项 目 篇均被引 与基线被引 次数对 比情况
￣

＾
＂＂

“

杰青基金项 目 篇
ＩＩＴＺＺＩＺ 7Ｉ＾ＮＳＦＣ 论文

学部丨 料基线篇均被引 次数卩 丨

均被引数


最大被 引次数

化学科学部 1 3Ｃｈ ｅｍ ｉ
ｓｔｒ

ｙ ｜ 8 ．
7 74 4 3

Ｂｉ ｏｌｏ
ｇｙ

＆Ｂｉｏｃｈｅｍ ｉ ｓｔｒ
ｙ 9

．  0 5

Ｍ ｉ ｃｒｏｂ ｉｏ
ｌ
ｏ
ｇｙ 8

．
5 2

Ｍｏ ｌｅｃｕｌ ａｒＢｉ ｏｌ ｏ
ｇｙ

＆ ．

Ｇｅｎｅ ｔ
ｉ
ｃｓ 1 3

．  8

生命科学部 1 2


；

￣—

1  7 7 3

Ｐｌａｎ ｔ＆Ａｎ
ｉｍ ａｌＳｃｉ

ｅｎｃｅ 4 ．  6 9

Ａｇ
ｒｉｃｕ

ｌ
ｔｕｒａ

ｌＳ ｃ
ｉ
ｅｎ ｃ ｅｓ 4

． 1 7

平均 8 ． 0 5

Ｅｎｇｉｎ
ｅｅｒｉ ｎｇ 3 ．

5 7

丁親与
ｚ

ｊ ， 
＿＿

＾ 7Ｍａ ｔｅｒ
ｉ
ａ

ｌ
ｓＳｃ

ｉ
ｅｎｃｅ 5

．
9 2 3 3 2

材料科学部—

平均 4
．

7 4

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／
Ｅｃｏ ｌｏ

ｇｙ 7
． 0 6 2 8 5 7

地球科学部 5
．

7Ｇｅｏ ｓｃｉ ｅｎｃ ｅｓ 6
．

1 8 1 4 2 9 1 7 5

平均 6 ． 6 2 2 1 4 3

信息科学部 4
．

9Ｃｏｍ
ｐ
ｕｔ 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3

． 2 8 1 5 7

医学科学 部 4 ． 8 5Ｃ ｌｉｎｉ ｃａｌ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 8 ． 1 3 1 4 7

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＆．

Ｂｕｓ ｉｎ ｅｓｓ 3 ． 4 9

管理科学部 3
．

5 5 ＩＳｏ ｃ
ｉ
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ｅｎｅ ｒａ ｌ ｜ 3

．
2 5｜ 5

 3
． 3 7

其中化学科学部 、生命科学部 、 工程与材料科学对于某个科学部 ，我们先把相对密度形式的对

部 、信息科学部远超过了 国际平均基线值 ， 表明 ，
这数正态分布公式乘以发表论文 的总篇数 Ｎ ，就得到

几个学科 的杰青基金项 目 发表论文的影响力超过 了了密度形式的分布函数公式 ｇＧｃ ） 。

国际论文平均影 响力 。 地球科学 部 、 医学科学部都似＝ ＿

Ｕｎ工
＿

＃似
接近或正在赶超国际主要对应学科的 国际平均基线对^

值 ，相对而言医学较弱 。其中 ， ｇｂ ） 表示受到 工 个项 目 资助 的论文篇

从最大被引 次数看 ，几个科学部论文产 出 的最 数 。
Ｎ 是该学部发表论文的 总篇数 卞 是项 目 数为

大被引次数均远远超过了基线水平 。
工 的 自然对数的平均值 ， 是项 目 数 工 的 自 然对数 的

3 ． 2 杰青基金项 目 资助的 项 目论文产出数量和资 标准差 。 不 同学部的 差别 在于 …ｔ期望值和方差

助项 目数的关系￥胃 。

对 ＮＳＦＣ 2 0 0 7
—

2 0 1 3 年 间 的 项 目 在 2 0 0 8
—对于对数正态分布 ，在这里 ，期望值是一篇论文

2 0 1 3 年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每篇论文标注 的资助
受资助项 目 数的平均值 ’方差是离散程度 ，也可以说

＾＾ 目 了 2 ）成是分布曲 线的胖瘦 ，方差越大 ，离散程度越大 。

横轴是论文受资助项 目 数 ， 纵轴是受
一

定数量表 2 不 同学部论文产出数 的对数正态分布参数表

基金资助的项 目发表的论文数 占统计期间该学部所
￣￣ ￣

｜

发表论文
｜

￣

＾

“

■贿 方差

有发表论文数 的 比例 （以 下简称
“

归
一

化的 发文频
“

总篇数ｈ“


次

，，

）时 ，我们发现每个科学部 的项 目论文产 出 数量地球科学部 1 4 0 9Ｌ 4 0 °
＂  4 6 4

＂
5 4

＂ 8

比例和论文受资助项 目 数都呈现对数正态分布 。 4 5 5 0Ｌ 4 5°
－ 5 5 4

－
7 78 － 1 6

材料学部

对数正态分布 ／（工 ）
＝ ＾

， 其化学科学部 4 0 9 1 1
．

5 1 0 ．  4 5 5 ． 0 5 ． 7

功

数理科学部 2
 8 1 1 1

．
5 3 0 ．

5 4 5 ． 3 59 ． 8 5

中 户
是变量 工 的 对数的平均值 ， 是变量 工 的趣

生命科学部 1 7 5 6 1  4 3 0 ． 5 9 4 ． 9 7 1 0 3 6

的标准差 。 变量 工 必须是大于零得数 。 ／Ｏ ）就是医学科学部 2  2 5 1 1
．

4 5 0
．  6 5 5 ． 2 9 1 4 ． 7 9

变量 工 出现于 尤
一

0 ． 5 到 ｚ＋ Ｏ ． 5 范围的概率密度 。

信息科学部 2 8 3 6 1
．

5 2 0
．
 5 0 5

．
2 7

．
7

它的期望值是 ｆｉ Ｃｘ ）
＝ ｙ

＋＂
2

／ 2

，方差为 ｗａｒ （Ｘ ）
＝

管理科学部 2 8 3 1 ． 2 3 0 ． 4 63 ． 8 2 3 ． 4 3

（ ，
2
＿

1

—

ｌ ） ｅ
2小

2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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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0 7
—

2 0 1 3 年 ＮＳＦＣ 国 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的论文产出 与影响力分析 1 1 1

（
ａ

）地球科学（
ｂ
）工程与材料科学

0 ． 2 5 
－ 0 ． 2 5

＿

《
0 ． 2 0 

－ ［＝ 3 釆集 的数据 0 ． 2 0
－／

ｓ＼［＝□采集的数据

Ｉ． 广
＼

一雌正态拟合ｉ． 1 ：

：Ｉ—ＳＳＬ
迄 0  1 5

－

ｒｈ ｜

＼
｜

＂ 1 ． 3 9 5  7 2 1 ｔｒ 0 ． 4 6 1 0 5 4  4Ｓ 0 1 5
－，＼／

／ 1 ． 4 0 9 0 8 4＂ 0 ． 5 5 3  5 9 5 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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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表 2 和 图 2 所示 ，数理学部的期望值最大 ，是资助数为 2 6 项时达到最高 ， 为 2 8 7 次 ，但受资助项

5
．
 3 5 ，管理科学部的期望值最小 ， 是 3

．
 8 2

；期望值在目 在 2 4 项 以下时 ，篇均被引 次数都低于 2 1 次 ， 随着

5 以上的有数 理科学 部 、 医学科学部 、 信息科学部 、 项 目 数的增加 ，篇均被引次数有增高趋势 。 从最大

化学科学部 ；期望值在 4
一

5 之 间的 有生命科学部 、 被引次数看 ，受资助项 目 为 1 1 项 时 ，最大被 引 次数

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、地球科学部 。 从 图 2 可 以看出 ， 最高为 4 0 5 次 ，该文与石墨烯研究相关 ，体现了杰青

地球科学部受资助项 目 数 为 4 的论文最多
；
工程材基金项 目 紧紧抓住数理科学领域 的研究热 点和前

料科学部受资助项 目 数为 3 的论文最多 ； 化学科学沿 。 随着项 目 数增多 ， 最大被 引 次数有下 降趋 势 。

部受资助项 目 数为 4 的论 文最多 ；管理科学部受 资数理学部的加速器相关的大科学研究类论文受到的

助项 目 数为 3 的论文最多 ； 数理学部受资助项 目 数资助项 目较多 ， 比如受到 3 9 个项 目 资助 的 Ｈｅ ａｖｙ

为 4 的论文最多 ；生命科学部受资助项 目 数为 4 的ｑ ｕａ ｒｋｏｎｉｕｍ相关的论文 ，其被引 次数也较高 ， 达到

论文最多 ；信息科学部受资助项 目 数为 4 的论 文最了 2 8 7 次 。

多 ； 医学科学部受资助项 目 数为 3 的 论文最多 。 可（ 5 ） 生命科学部

见
，
我 国杰青基金项 目 发表的论文在受到 3

—

4 项项生命科学部 （如图 3
－

ｅ ）大量受到 2
—

7 个项 目 资

目 资助时 ，发 表论文数 占 比较大 。 同 时 ， 也可 以看助 的论文每项超过 1 0 0 篇 ， 但也有呈现长尾 的论文

到 ，有些学部有少量论文受资助项 目 超过 1 0 项 。受到十个 以上的项 目 资助 ， 最多有 1 篇文章受到 5 2

3 ． 3 杰青基 金项 目 资 助 的论文影响 力和 资助项 目个项 目 资助 ，同 时达到 了最大被 引次数 1 7 7 3 次 ， 经

分析 ，该论文有关人类基 因组研究 ，有 8 4 个 国 内 外

3
．

3
．

1 杰青基金 项 目 发表 ＳＣＩ 论文 的 受资助 项 数机构参与 ，受到 2 6 个基金资助机构 的支持 ，体现 了

与被引 次数大科学研究 的 特点 。 论文受资助项 目 数在 1 8
—

2 5

（ 1 ） 地球科学部时 ，篇均被引次数较大 。 从总体看 ，篇均被引次数和

地球科学部杰青 基金项 目 （如 图 3
－

ａ ）受资助项最大被引次数都是随着受资助项 目数增多而增大 。

目 数在 7 项时 ， 论文 的 篇均被 引 次数 最高 ， 为 7 ． 3（ 6 ） 信息科学部

次 ，受资助项 目数在 6
—

8 项间 ，篇均被引 次数较高 ，信息科学部 （ 如 图 3
－

ｆ ） 的论文受 资助为 1 7 项

但随着受资助项 目 数 的增多 ， 并没有提高论文的 被时 ，篇均被引次数最大 ，为 1 6 次 ；在受资助项 目 为 7

引次数 ，反而论文 的篇均被引次数在降低 。 当受资 项时 ，篇均被引次数为 6 次 ，较大 ，整体看 ， 随着受资

助项 目 数为 6 时 ，最大被引次数为 1 7 5 次 ，为地学部助项 目 增多 ，篇均被引次数有下降趋势 ；在受资助项

最高 的被引 次数 ，随着论文受资助项 目 数增多 ，最大目 数为 3 项时 ，达到最大被引 次数 1 5 7 次 ， 在受资助

被引 次数也在降低 。项 目 数为 2
—

8 项间 ， 最大被引 次数超过 1 0 0 次 ， 随

（ 2 ）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着资助项 目 数的增大 ，最大被引次数 明显下降 。

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（如 图 3
－

ｂ ） 的论文受资助项（ 7 ） 医学科学部

目 在 1 4 项时 ，篇均被引 次数最高 ， 为 3 7 次 ， 随着项医学科学部论文 （如图 3
－

ｇ ）受资助项 目 为 1 2 项

目 资助数 的增多 ，篇均被引次数有升高趋势 ；最大被 时 ，篇均被引次数达到最大 ， 为 1 1 次 ， 整体看 ， 随着

引次数出 现在受资助项 目 为 5 项时 ，是 3 3 2 次 ，而最 项 目数增多 ，篇均被引次数有下降趋势 ；受资助项 目

大被引次数随着受资助项 目 的增多有下降趋势 。数在 6 项时 ，最大被引次数为 1 4 7 次 ，
达到最大被引

（ 3 ）次数 ，整体看 ，随着受资助项 目 数的 增多 ， 最大被引

化学科学部论文 （如 图 3
－

ｃ ）受资助项 目 在 4一 9次数也有下降趋势 。

项之间 ，论文篇均被 引 次数较高 ， 在受资助项 目 为（ 8 ） 管理利■？部
Ｉ 3 项 时 ，篇均被引 次数达到最高值 5 8 次 ，整体趋势管理科学部 （如 图 3

－

ｈ ）论文受资助项 目 数为 1 0

是 ， 随着资助项 目 的增多篇均被引 次数有增长趋势 。 时 ，篇均被引次数最大 ， 是 8 次 ；最大被引次数出 现

在受资助项 目 数为 4 项时 ，论文达到最大被引数 8 4 4在受资助项 目 为 5 项 时 ， 达到 7 5 次 ，最大被 引 次数

ｄ： ，ｓ随着受細项 目猶 多有下降趋 势 ， 篇均被 引 次数

⑷ 也補许下降的趋势 。

数理科学部论文 （如图 3
－

ｄ ）篇均被引 次数在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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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杰青基金项 目 发表 ＳＣ 1 论文 的 受 资 助 项数与被引 次数

Ａ 4 ．
2目 ＆ 至ｉ

Ｊ Ｓｔ＇

资
4

助 项 目 数之 间呈现对数正态分布 关 系

4
．

1 我 国杰 青 基金 项 目 的 论 文 平均 影 响 力 多超过从受资助项 目 的论文产出 与论文产 出标注的资

或者 正在赶超 国 际基 线水平助项 目 的对数正态分布图看各学部论文产 出 的资助

从篇均被 引次数看 ， 我 国 化学部 、生命科学部 、项 目 数期望值基本在 4
一

5 之 间 ，大多数论文受 到 3

工程与材料学部 、信息学部 、管理学部的杰青基金项个 以上 ，
1 0 个以 内 的包括杰青基金项 目 在 内 的不 同

目 发文影响 力超过 了 国际平均 基线值 ； 地学 、医 学学来源项 目 的资助 。 但也有
一些论文受 到超过 1 0 个

部 的杰青成果接近或者正在赶超 国 际基线水平 ， 医的项 目 资助 。

一方面说明杰青基金项 目 团队受资助

学相对差距较大 。项 目 数在 4
一

5 个之间的情况 比较普遍 ，说明杰青团

队往往得到 了较为充足的来 自 不同途径 的经费 的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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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 ， 另一方面也说明杰青基金项 目 团 队受到 的 资助存在内容
一

致的关 系 ， 禁止论文主题和 研究 内容无

具有
一

定程度的重 复 ，更表现为
一

篇论文为多个项关的项 目 的标注 。

目
“

交叉
”

的现象 。（ 3 ） 做好国家科研经费资助项 目 的信息公开工

4
．

3 杰青基金项 目 团队论文产 出 和影响 力 与受到作 ，
基金管理机构之间应该加大信息共享力度 ，避免

资助 的项 目数有一定关联同
一

团 队以近似研究 内 容多方 申请 、 多方争取项 目

从受资助项 目 的论文影响 力看 ， 当杰青团 队受重复资助的情况 。

资助项 目 数在
一

定规模时 ， 容易产 出较高影响 力 的（ 4 ） 促进 和引 导高水平 国 际科研合作 的 力度 ，

论文 ，但随着团 队得到 的资助项 目数增加 ，论文产出提升论文产出 的 国际影响力 。 要以有力 的政策引 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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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ｒｏ ｕｐ ，ｔｈｅｍｏｒｅｔｈ ｅｎｕｍｂ ｅｒｏｆｔｈｅｊ
ｏｕ ｒｎａ ｌａｒｔｉｃ ｌｅｓｐ ｕｂ ｌ

ｉ ｓｈｅｄｂｙ
ｔｈ ｅｇ ｒｏｕｐ ，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ｒｅ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

ｅｆ ｆｅｃ 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ｉｃ ｌｅ ｓ？
Ｔｈｉ ｓｓｔｕｄｙａｎａｌｙ ｚｅｄｔｈｅ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ａｒ ｔ ｉｃ ｌｅｓｏｆ ｔｈｅ

ｇｒｏｕｐｓｕｐｐｏ ｒｔｅｄｂｙ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Ｎ ａ ｔｕｒ ａｌ

Ｓｃｉｅｎｃ ｅＦｕｎｄ ｓｆｏ ｒＤ ｉｓｔ ｉｎｇｕ
ｉ ｓｈｅｄＹｏｕｎｇ

Ｓｃｈｏ ｌａｒ（ＮＳＦＣ－ＤＹＳ）ｆｒｏｍ 2 0 0 0 8
—

2 0 1 3 ．Ｗｅｆｉｎｄ ｔｈａ ｔ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

ｅｆ ｆｅｃ ｔｏｆ ｔｈｅａｒｔ ｉ ｃｌｅｓｏｆＮＳＦＣ
－ＤＹＳ

ｇｒｏｕｐｓａｒｅｓｕｒｐ ａｓ ｓｏｒｃａ ｔｃｈｉｎｇｕｐｗ ｉ ｔｈｔｈｅｉｎ 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ｂａ ｓｅｌ ｉｎｅｏｆｔｈｅ

ｃ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ｉｎｇｓ ｕｂｊ
ｅｃ ｔｓ

．Ｉ ｔ ｓｈｏｗｓ ｌｏｇｎｏｒｍ ａ ｌｄｉ ｓｔｒｉｂ ｕｔ 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ｒｅｑｕ ｅｎｃｙ
ｏ ｆｔｈｅａｒｔ ｉｃｌ 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

？

ｂｅ ｒｏｆｔｈｅ ｆｕｎｄｓ ；Ｗｈｉ ｌｅｔｈｅ
ｇｒ

ｏｕｐｈａｓａｐｐ ｒｏｐｒ
ｉａ ｔｅｆｕ ｎｄ ｓ ，

ｔｈｅａｒｔ ｉｃｌｅｓｏｆｔｈｅ
ｇ ｒｏ ｕｐ

ｈａ ｓｒｅｌａ ｔ ｉｖｅｌ ｙｈｉｇｈｅｒａｃａ
？

ｄｅｍ ｉ ｃｅｆ ｆｅｃ ｔ
，ｂｕｔｔｈｅ ｉｎｃｒ ｅａｓ ｅｏｆｔｈｅｆｕ ｎｄ ｓｄｏｅｓｎ

＇

ｔｎｅｃ ｅｓ ｓａｒｉ ｌｙ
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 ｅｏｆｔｈｅｃｉ ｔｅｄｔ ｉｍ ｅｓ．Ｈｉｇｈ

ｌｅｖ 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
ｌｃｏ 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 ｎｈａｓｔｈｅｐ

ｏｔｅｎ ｔ ｉａ
ｌｔｏ ｉｎｃ ｒｅａｓ ｅ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 ｆ 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 ｅａｒｔ ｉｃ ｌｅｓ

．Ｏｎｔｈｅｂ ａｓｉ ｓ

ｏｆｏｕ ｒｓｔｕｄｙ ？ｗｅｍａｄｅｓｏｍｅｓ ｕｇｇ ｅｓｔ ｉｏ ｎｔｏｔｈｅｆｕｎｄ ｉｎｇａｇｅｎｃ ｙａｎｄｓｃ
ｉ ｅｎ ｃｅｍ ａｎａｇ ｅｍ ｅｎ ｔｄｅｐａｒｔｍ ｅｎ ｔ ．

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Ｎａ ｔｕｒａ ｌＳｃｉｅｎｃ ｅ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Ｄｉ ｓ ｔ ｉｎｇｕ
ｉｓｈｅｄＹｏ ｕｎｇＳｃｈｏｌａｒ

；

ｓｃｉｅｎ ｔｒｏｍｅ ｔｒｉｃ ｓ

；
ｒｅｌ 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

ｐ

ｂｅ ｔｗｅｅｎｆｕｎｄｓａｎｄ
ｐ ａｐ ｅｒｓ


